
数字人民币红包成为春节喜庆新元素
■TMT快报

光电转换效率有望突破45%

钙钛矿电池或掀新一轮技术革新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IDC近日发布的报告，全
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去年创下了10年来最低水
平，其中去年第四季度表现尤为糟糕，这主要是
宏观经济萎靡和消费者需求疲软所致。

IDC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为12.1亿部，较上一年下降了11.3%，这是自2013
年以来的最低年度出货量。IDC称，造成出货量
下降的原因是消费者需求大幅下降、通胀膨胀
和经济不确定性。

IDC早些时候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年的
PC出货量为2.923亿台，较上一年下降16.5%，尽
管下降幅度更大，但从历史数据来看，PC出货量
仍称得上是强劲，2.923亿台仍明显高于新冠疫
情爆发前的水平。然而，智能手机出货量却已
下滑至10年来最低水平。

四季度通常是大型假日购物期，但去年四
季度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8.3%至3.03
亿部，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单季降幅。

IDC研究总监纳比拉?波帕尔表示：“我们从
未见过假日季（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如此之低。”
她指出，需求疲软和高库存促使供应商大幅削
减出货量。

波帕尔强调，尽管去年四季度的大规模促
销活动有助于消耗现有库存，但并未刺激出货
量增长。

需要说明的是，出货量指的是苹果和三星
等公司向零售商和运营商发送的设备数量，它
们不等同于销售额，但反映了市场需求。

苹果公司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制
造商的地位，该公司去年四季度IPhone出货量
为7230万部，同比下降14.9%。三星的出货量仅
次于苹果，去年四季度出货量为5820万部，同
比下降15.6%。 综合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创10年来最低水平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美国政府与欧洲
联盟委员会27日宣布达成协议，加速并强化人
工智能(AI)在农业、卫生保健、应急响应、气候预
测和电网等领域的应用合作。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在美欧宣布达成协议前
告诉路透社记者，这是美欧之间首个“大规模”
AI协议，双方先前仅就强化个人隐私保护等涉
及AI的特定领域达成协议。

据路透社报道，AI建模是运用多种机器学
习算法，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形成符合逻辑的决
策，有助提高政府运转和服务效率。

按照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美欧联合建模
不涉及数据迁移，“美国数据待在美国，欧洲
数据留在欧洲”，但可以构筑欧洲和美国数据
“对话”的模型，“因为数据越多、越多样化，模
型越好”。

这名官员以电网为例说，美国和欧洲国家
政府都在收集发电、电力应用以及如何平衡电
网载荷以应对天气变化等方面的数据。双方
达成新协议后，可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建模，为
负责应急管理、电网运营等人员提供更好的决
策方案。

这名官员说，将邀请其他国家今后数月内
加入该协议。

美欧达成AI协议
强化多领域合作

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天津市民李
女士通过手机数字人民币App，为正
在上中学的女儿发了200元的数字
人民币红包。

这源于去年12月数字人民币
App的一次版本更新——增加了“专
属头像”“现金红包”两大功能。在兔
年春节，发红包这一中国传统习俗正
式成为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之一。

为增加红包发放的趣味性和满
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1月19日，数
字人民币App在春节前的最后一次
更新中，又增加了广受中国年轻人欢
迎的“专属头像挂件”和“红包封面”
功能。

兔年春节期间，使用数字人民币
成为多个地区市民的购物支付“新风
尚”，试点地区推出的数字人民币消
费券也激发了大家的消费热情。

多地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春节假期是中国传统的消费高峰。在疫情
防控新阶段下的首个春节，中国多地密集发放
各类消费券，以活跃消费市场，提振消费需求，
其中就包括多个试点地区发放的数字人民币消
费红包。

1月中旬，天津在发放消费券的同时于京东
等线上消费平台设立数字人民币消费券专区，
消费者抢券后可用数字人民币核销；温州于1月
15日起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深圳也在春
节期间发放200万个餐饮数字人民币红包，总
值1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数币推进办公室副
主任沈剑表示，分行推出了观影、天津老字号商
户年货采购、春节餐饮等消费领域数字人民币支
付满减活动，“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消费者单笔
消费最多能省下一半钱。”

中国消费者领取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热情
高涨。作为数字人民币支付通道的支持平台，美
团数据显示，1月17日，杭州市通过美团发放数字
人民币消费券，9秒内即被抢完；截至1月下旬，
天津发放的“火锅节”专项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核销率也已达到70%以上。

部分试点地区数字人民币通过消费红包
无门槛直接抵扣的方式，让消费者感受到了真
正的实惠。大年初三，来自深圳的秋秋看完电
影后，通过使用28元数字人民币消费券，0元
吃了一顿肯德基。“我们几个好朋友都抽到了
数字人民币红包，大家都在讨论怎么用红包吃

饭最划算。”

数字人民币App无网无电可支付

值得注意的是，为对标纸币随时取用的便捷
性，今年1月，数字人民币App还上线了“无网无
电支付”功能——部分手机机型在关机时仍能通
过“碰一碰”收款终端完成数字人民币支付。

“无网无电支付”功能可解决用户在手机无
电关机下不能支付，同时未随身携带实物现金应
急的痛点，保障用户在极端情况下可继续使用数
字人民币支付业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金天表示，无网无电支付可在应急状态下满
足用户非现金社会的交易支付需求。同时，能够
为处于交通、运动等特殊场景下手机电力不足或
不方便开启手机的用户提供支付便利。

“数字人民币无网无电支付是区别于其他移
动支付工具的一个显著特点，能够更大程度体现
数字人民币的普惠性，更好满足用户使用需求。”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记者了解到，无网无电支付目前支持安卓部
分机型，未来将支持更多机型。

就部分用户对于“无网无电支付”安全性的
关切，相关人士表示，一方面，用户可设置无网
无电支付可支付次数和免密额度限制，后台系
统会根据用户设置，进行交易风险控制。在无
网无电支付时，若交易金额超过免密额度，需要
用户在受理设备上输入支付密码，后台系统校
验通过后，交易才可进行。同样，如果在无网无

电情况下支付次数超过限制，交易也将无法进
行。另一方面，若手机丢失，用户可在另一部手
机登录数字人民币App关闭无网无电支付功能，
防止资金损失。

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覆盖数亿人

中国早在2014年便开始了数字人民币的研
发和测试工作，并于2019年开始陆续推出试
点。国际知名咨询机构普华永道此前发布报告
称，中国走在数字货币应用前列。截至目前，数
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覆盖数亿人。应用场景
上，除了用于日常消费和支付交易，理财、公积
金、工资发放、普惠贷款等应用也开始于各试点
地区落地。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
年8月底，数字人民币在试点地区累计交易笔数
3.6亿笔，金额1000.4亿元。刚刚过去的2022年，
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两度扩围。

截至2023年1月，开通美团钱包快付功能的
数字人民币钱包超过1600万个，累计产生近
4000万笔数字人民币交易订单。“上美团用数字
人民币，成为各试点地区居民的消费趋势之一。”
美团数字人民币业务负责人李智渊说。

今年1月召开的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会议提出，要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天津财
经大学教授高楠认为，春节对中国人意义非凡，
作为真正意义上“全民参与”的节日，数字人民币
与春节的深度融合，能够加速公众对数字人民币
的认知和推广进程。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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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工信部等六部门发布《推动能源电子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加快智能光
伏创新突破，发展高纯硅料、大尺寸硅片技术，
支持高效低成本晶硅电池生产，推动N型高效
电池、柔性薄膜电池、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等先进
技术的研发应用，提升规模化量产能力。

作为具有商业化应用前景的下一代技术，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凭借高效率、低成本、能耗
低、应用场景丰富等特点，在光伏降本革命中受
到关注。

回看2022年，钙钛矿领域融资热度持续升
温，赛道中涌现出不少新入局者。展望2023
年，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钙钛矿电池产业化有
望提速，行业竞争或将加剧。

国泰君安研究报告指出，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理论光电转换效率高达33%，突破传统晶硅
电池29%的上限，且采取叠层模式后，光电转换
效率有望突破45%，在光伏领域具有诱人前景，
有望掀起光伏领域新一轮技术革新。

回顾：钙钛矿领域融资热度升温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2022年，协鑫光电、纤
纳光电、仁烁光能等纷纷完成新一轮融资。另据
中信建投统计显示，2022年，协鑫光电、纤纳光
电等钙钛矿企业完成了千万级至上亿级融资。

具体来看，仅在2022年，协鑫光电便完成两
轮融资。其中，2022年12月，协鑫光电宣布完成
5亿元B+轮融资，由淡马锡投资、红杉中国、IDG
资本三家联合领投，川流投资等机构跟投，大股
东协鑫科技持续加码。据悉，该轮融资将用于完
善协鑫光电100兆瓦大尺寸钙钛矿组件产线的工
艺和设备开发。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钙钛矿领域涌现出
不少新入局者。

根据IT桔子统计，2022年成立的新经济公
司中与钙钛矿有关的公司共有三家，分别为：无
限光能、光晶能源、脉络能源，且这三家企业均在

2022年里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对此，有钙钛矿领域资深从业人士表示：“钙

钛矿产业正处于产业化初期阶段，行业属性具有
较强先发技术优势，谁的技术在产线上率先得到
验证，谁就在产业化先行一步，这一优势对于其
后续发展和参与竞争无疑是十分有利的。钙钛
矿技术门槛高，后来者不容易突破先行者设置的
技术门槛。”

“未来，随着参与者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
熟，业内的竞争必将加剧。”上述钙钛矿领域资深
从业人士说。

展望：钙钛矿电池产业化有望提速

尽管目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尚处于产业化
早期，其配方、设备、工艺等仍处不断迭代阶段。
但自2022年以来，钙钛矿电池产业化进程明显
加快。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三条百兆瓦级别的钙钛

矿光伏组件产线建成，多条百兆瓦产线、“吉瓦
级”产线正在计划中。

产线进展方面，其中，协鑫光电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1年9月，该公司建成全球首条100兆瓦
量产线，组件尺寸1米?2米。“目前协鑫光电的
100兆瓦产线处于工艺开发和设备改造阶段，下
线组件效率已实现稳步提升，预计2023年底可
实现超18%的转换效率。”

极电光能联合创始人、总裁于振瑞表示：“该
公司150兆瓦的钙钛矿光伏组件生产线已建成投
产。2023年，我们800平方厘米的大尺寸钙钛矿
组件效率有望突破20%。”

在扩产方面，据于振瑞透露，该公司将于
2023年启动首条“吉瓦级”产线的建设，这一产
线将于2024年建成投产。

中金公司研究预计，2023年钙钛矿行业中试
线扩产规模或达1000兆瓦-1200兆瓦，同比2022
年的350MW增长接近两倍；2023年上半年三家
企业或率先启动行业首批“兆瓦级”产能的建设和
招标活动；且2023年至2024年，预计各家一级市
场钙钛矿公司融资轮次有望继续向前推进。

从钙钛矿产业链来看，相关方热情升温、产
业链打造或将提速。

极电光能联合创始人、总裁于振瑞表示，在
钙钛矿产业链上，装备、导电玻璃成为重要环节。

“2022年，由于几条百兆瓦级产线的建设，
使一些设备厂商获得钙钛矿设备的订单。预计
2023年，钙钛矿装备行业将越来越受到关注，更
多企业将加入进来；同时，一些钙钛矿光伏组件
企业也未雨绸缪，结合自身工艺技术路线开始
在装备方面进行布局。未来在钙钛矿装备研发
上将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景象。”于振瑞进一步解
释道。

他还表示：“导电玻璃在钙钛矿产品的成本
中占比很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能
提供这一产品的企业还不多，预计未来越来越多
的企业加入进来。”

据科创板日报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
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以下简称研发
经费）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投入总量迈上3万
亿元新台阶；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
比）较快提升，达到2.55%。

初步测算，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
30870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
长10.4%，自“十三五”以来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按不变价计算，研发经费增长8.0%，高
于“十四五”规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
长7%以上”的目标。

投入总量上规模，投入强度也较快提升。
据初步测算，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到2.55%，再创新高，比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
明显高于“十三五”以来年均增幅，实现了较快
提升。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去年中国研发经费
投入突破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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